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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大学生幸福感调查与思考

—
以湖北文理学院为例

罗学莉
湖北文理学院 经济与政法学院

,

湖北 襄阳

摘 要 追求幸福是人生的主题
,

关注大学生幸福
,

引导大学生正确 理解和追求幸福
,

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
。

本文通过

调查当代大学生幸福感
,

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
,

探索了大学生幸福教育的途径 通过课程教育和网络社团等各种平

台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幸福观 发挥社团
、

班级作用
,

开展活动培养大学生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 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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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幸福是人生 的主题
。

当代大学生生活在

中国社会转型期
,

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
,

也承载

着很大的精神压力
。

关注大学生幸福
,

引导大学生

正确理解和追求幸福
,

是高校德育的重要任务
,

也

是提升德育实效性的关键举措
,

因此大学生幸福教

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
。

一
、

当代大学生幸福感调查情况

马克思主义认为
,

幸福是指人们在创造物质生

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
,

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

现而感到精神上 的满足
。

为了了解当代大学生幸

福感受
,

我们对湖北文理学院 名大学生进行了

幸福感问卷调查
,

调查情况如下

一 调查对象和方法

为了确保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的广泛性
,

了解当

代大学生真实幸福感状况
,

我们对湖北文理学院

名大学生开展 了幸福感调查
,

采取了访谈
、

座

谈
、

问卷调查等调研方法
。

男生

女生

二 调查结果

影响当代大学生幸福感上升的主要因素

表二 影响当代大学生幸福感上升因素

学生人数

学生人数百分比

我们从表二调查数据分析
,

影响当代大学生幸

福感上升的因素有以下特点

当代大学生重视亲情关系
、

认为家庭和谐

安康是最大幸福
。

调查结果显示
,

学生把家庭

和谐安康视为最大幸福
。

仁爱孝梯是中华民族的

传统美德
,

家庭观念
、

亲情观念根深蒂固
,

当代大学

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
,

父母和亲人爱的奉献
,

这

些因素促使当代大学生非常重视亲情关系
,

家庭和

谐安康是学生心 目中最大的幸福
。

当代大学生富有个性
,

认为实现自我价值

可 以提升幸福感
。

调查结果显示
,

学生选择
“

实

现自我价值也是幸福
” 。

当代大学生出生在 年代

后
,

物质生活条件较好
,

兴趣爱好得到较多的发展
,

富有个性
,

希望将来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
,

实

现自我价值
。

当代大学生向往爱情
,

认为拥有轰轰烈烈

的爱情很幸福
。

当代大学生走进大学校园
,

中学时

代压抑的情感渴望释放
,

渴望大学谈场轰轰烈烈
、

刻骨铭心 的恋爱
,

这是 大学生心 目中的美好愿

景
。

他们渴望找到 自己喜欢的完美对象
,

一起共同

学习
,

互相帮助
,

共同成长
,

度过美好的大学生活
。

当代大学生羡慕
“

高富帅
”

或
“

白富美
” ,

认

为有型有钱才会幸福
。

当代大学生受到社会观念

的影响
,

注重外在形象和物质生活享受
,

不仅希望

自己通过努力成为
“

高富帅
”

或
“

白富美
” ,

而且希望

将来的伴侣也是
“

高富帅
”

或
“

白富美
” ,

有 的大

学生选择
“

有型有钱才会幸福
” 。

当代大学生重视人际交往
,

认为人际关系

和谐比较幸福
。

当代大学生不仅重视自我评价
,

更

在意他人评价
。

当代大学生渴望人际关系和谐
,

希

望有朋友倾听心声
,

不喜欢独处
。

的大学生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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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
“

有朋友才会幸福
” 。

影响当代大学生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因素

学生人数

学生人数百分比

从上面调查数据分析
,

影响当代大学生幸福感

下降的因素有以下特点

学习压力
、

就业压力使当代大学生感到精

疲力尽和迷茫
。

调查显示
,

有 的大学生把学习

就业压力列为不幸福主要因素
。

当代大学生面临

竞争激烈的考研或就业状况
,

有些大学生忙于考各

种证件
,

为自己将来就业增加祛码
,

有些大学生忙

于发表论文
,

为自己考研做准备
,

繁重的学习任务

让大学生感到精疲力尽
,

不可预知的未来让大学生

感到迷茫
。

人际关系紧张影响当代大学生幸福
。

调查

显示
,

有 的大学生把人际关系紧张列为不幸福

主要因素
。

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
,

在家庭处

于中心地位
,

亲人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
,

导致有些

大学生 以 自我为中心
,

和同学相处困难
,

处理问题

方式偏激
,

年 月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毒死

室友
,

南航金城学院学生 因 口角杀死同学悲剧
,

警

醒我们要辅导大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
。

情感困惑令当代大学生苦恼
。

调查显示
,

有 的大学生把情感 困惑列为不幸福主要因

素
。

大学生进人大学校园
,

渴望拥有轰轰烈烈
,

刻

骨铭心 的校园爱情
,

但由于不懂得爱情本质和相处

之道
,

经常发生矛盾
,

导致心情烦躁抑郁
。

单恋
、

失

恋对大学生打击很大
,

有的学生甚至 出现轻生念

头
。

部分大学生因性格障碍感到痛苦
。

市场经

济的发展
,

对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起到了很大的冲

击作用
,

既有积极的效应
,

也有负面的效应
。

近二

十多年
,

中国单亲家庭增多
,

农村留守家庭较多
,

家

庭离异和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了不良

的影响
,

有些大学生性格有缺陷
,

大学生心理健康

普查结果显示
,

边缘性人格障碍
、

焦虑症
、

抑郁症人

数明显增多
。

二
、

当代大学生幸福感现状原因分析

一 社会经济转型快速发展中出现的 问题影响了

大学生幸福感

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
,

国际环境复

杂
,

国内经济发展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
,

社会矛盾

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不

平衡
、

资源环境约束矛盾突出 二是广大人民群众

公共需求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
、

公共产品短

缺矛盾突出 三是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和如何解决

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是人民关注的热点话题
。

譬

如雾霆天气
、

食品安全
、

高房价
、

通货膨胀
、

养老等

问题令当代大学生忧虑
,

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幸福

感
。

二 家庭教育缺失和不 当影响 当代大学生感受幸

福能力

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暖港湾
,

家庭教育是影响

孩子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
。

父母的品德
、

性格
、

教

育方法
、

职业
、

爱好
、

家庭经济状况等都对当代大学

生成长和幸福观产生深刻影响
。

然而由于社会经

济快速发展
,

人们生活压力大
,

有些大学生的父母

为了生计长期在外地工作
,

无法陪伴孩子成长 另

外
,

有些孩子的家庭教育方式不当
,

家长常用打骂

管教方式导致孩子的叛逆
,

在家庭教育缺失和教育

方式不当的家庭里成长的大学生缺乏安全感和爱

的能力
,

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
。

三 学校教育缺失和不 当影响 当代大学生的幸福

感

学校教育也是影响学生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
,

目前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存在一些问

题
。

中小学生学习压力大
,

不仅在校学习任务重
,

而且周末要参加各种补习班
,

提高 自身才艺
,

家长

担忧孩子输在起跑线上
,

学校担心输在分数线上
,

导致中小学生精神压力大缺乏幸福感
。

大学生进

人大学后
,

拥有了过多的自由时间反而无所适从
,

高校教师科研任务重
,

和学生交流时间少
,

辅导员

工作忙没有精力引导学生成长
。

大学生活方式的

变化令部分大学生不能适应
,

人际关系的紧张令大

学生烦恼
,

过多的自由时间令大学生空虚无聊
,

情

感问题
、

学业发展问题令大学生迷茫
,

这些因素影

响了大学生的幸福感
。

四 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大学生幸福感

当代社会是价值多元化的时代
,

幸福感是一种

主观的情绪体验和态度感受
,

每个人的人生观和价

值观不一样
,

幸福的体验也不一样
。

幸福者与不幸

者显示出系统的差异
,

不同的心理状态
,

情感认知

在社会比较
、

冲突消除
、

自我反省
、

自我评价以及人

格洞察等方面都显示出不同
。

积极进取者认为只

有不断的努力进取才能幸福
,

悲观厌世者认为人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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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就是行尸走肉
。

豁达乐观者认为平淡安康才是

真正的幸福
,

个人生活态度直接影响幸福感受
。

三
、

当代大学生幸福教育思考

大学生作为青年的特殊群体
,

智商高
、

情感丰

富
,

价值观 日趋成熟
,

代表着国家的希望
。

高校对

当代大学生开展幸福教育要从培养学生积极向上

的幸福观和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二方面着

手
,

才能达到幸福教育的 目的
。

一 通过课程教育和 网络社团等各种平台培养学

生积极向上的幸福观

幸福观是人们的世界观
、

人生观的反映
。

由于

人们的生活价值 目标不同
,

人们的幸福观也就不

同
。

我们可 以通过课程教育和 网络社团各种平台

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幸福观
。

帮助学生认识道德和幸福的关系
。

亚里士多

德说
“

人的一切活动必须有一个终极的
,

最高层次

的 目的
,

很显然并非所有 目的都是最后的
,

只有最

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
” 「 ,

他认为
,

人生的最

终目的就是至善
,

德性是幸福的前提
, “

幸福就是灵

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
。 ” 「〕
马克思主义认

为
,

幸福是主客观的统一
,

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实践
,

人的实践是一种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

活动
。

个人追求幸福的愿望也只有在社会幸福不

断增长中得到实现和保障
。

我们在追求个人幸福

的同时也应该紧密的把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联系

起来
,

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去追求个人幸福
,

寻找

个人的人生意义
。

帮助学生认识挫折和幸福的关系
。

当代大学

生要实现 自己人生的价值和幸福
,

就要不断的追

求
,

追求充实着人生也成全着人生
。

人生的不断追

求
,

不是一帆风顺
,

总要碰到艰难与困惑
,

于是就要

产生烦恼
。

良性烦恼是价值聚合的原动力
,

恶性烦

恼是人格分裂的内驱力
。

良性烦恼是一种道德的

自觉领悟
,

是一种 自律意向和 自为精神
。

通过烦

恼
,

取得实现 通过痛苦
,

达到胜利
,

这是理想人生

的必由之路
。

恶性烦恼是当人们在自己身上找不

到任何满足
,

总有闲功夫担心 自己是否幸福时
,

这

种烦恼就应运而生
。

这种烦恼是 自我的扭曲和人

性丧失的结果
。

从低级烦恼到高级烦恼的运动是

幸福生活的生成和人格成熟的标志
。

帮助学生认识财富和幸福的关系
。

随着市场

经济的发展
,

我们可 以坦然面对财富
,

追求财富
,

但

是金钱并不是人生的全部
,

贫穷不等于不幸
,

富有

也不等于幸福
。

正如
“

我们的消费和市场是建筑在

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的 人们可 以买到幸福
,

可以

买到一切
。

如果人们付不起钱去买下某种东西
,

那

么他会感到不幸福
,

然而幸福完全是另一回事
,

幸

福决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幸福
,

是世上最廉价的东

西
,

最有钱的人不见得是最幸福的人
。 ” 「习
当前我们

一些大学生在对幸福的理解中
,

表现出严重的功利

主义思想和拜金主义倾向
。

我们要通过对大学生

进行人文素质教育
,

帮助大学生明白真正的幸福是

对每一具体人生 目标的实现
,

是对至善的接近后而

滋生的满足感
,

物质财富只是基础
。

帮助学生理解爱情和幸福的关系
。 “

马克思主

义认为
,

爱情的本质是立于一定 自然基础之上
,

并

受制于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爱慕精神
。 ” 日
爱情的产

生发展有着 自己 的主体人格 因素和客观文化因

素
。

爱情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占有
。

爱情的特征

包括 自主性和对等性
、

专一性和排他性
、

阶段性和

持久性
。

在恋爱生活中
,

双方要尊重对方的情感和

人格
,

平等履行自己的义务 并且要以诚相见
、

忠贞

不二 尤其要摆正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
,

处理好爱

情与事业的关系
。

失恋后要谨记人生的第一要义

便是生活
,

人必须生活着
,

爱才有所附丽
。

当代大学生有了积极的人生态度
,

正确的金钱

观念
,

对爱情本质的正确理解
,

才能真正树立正确

的幸福观
。

二 发挥社团
、

班级作用
,

开展活动培养大学生感

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

社团和班级
,

在学校心理辅导老师指导下
,

组

织学生开展各种实践活动
,

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
,

关注学生积极优势
、

积极情绪
、

和谐人际关系
、

积极

应对
、

积极成长五大主题
,

开展讲座
、

面谈
、

团体辅

导等多种形式培养大学生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

能力
。

发掘学生积极优势
。

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还

不够成熟
,

发掘学生积极优势
,

彰显正能量
,

有益于

增强学生创造幸福的 自信心
。

班级组织学生开展
“

戴高帽子
”

等游戏活动
,

了解个人优势和创造力
、

学习风格和灵性
。

通过组织活动
,

有利于学生明确

个人优势并形成积极自我
,

促进个人认知能力
,

明

确个人最佳学习方式
,

提高个人灵性及探索生命意

义
。

激发学生积极情绪
。

当代大学生正处于情

感丰富
,

情绪波动大的时期
,

激发学生 的积极情

绪
,

化解学生的负面情绪
,

有利于增强学生幸福感

知能力
。

班级通过开展小组活动
,

帮助学生分享

对过去
、

现在和未来的积极情绪体验
,

提高学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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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绪表达和控制能力
、

专注力
,

促进对未来 的信

心
。

培养学生和谐人际关系
。

当代大学生个性比

较 自我
,

缺乏包容和合作精神
,

现代社会的发展需

要大学生具备团队协作和人际交往能力
,

大学生个

人也渴望得到纯真的友谊
,

因此
,

大学阶段培养学

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于学生 的成长至关重

要
。

社团和班级组织学生开展
“

心有千千结
”

等游

戏活动
,

帮助学生 了解爱与友谊
,

学习感恩与宽恕

他人
,

学习处理人际关系冲突
,

最终促进学生人际

关系的和谐
,

提高学生的道德能力
。

培养学生积极应对挫折的能力
。

当代大学生

成长过程中受到家人的细心呵护
,

然而将来进人社

会生 活并非一帆风顺
,

总会遭遇到各种困难和危

机
。

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安全演习
、

徒步远足活动
,

培养学生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
,

锻炼学生 的韧性
,

提高学生逆境生存能力
。

帮助学生积极成长
。

大学阶段不仅是学生学

习知识的重要阶段
,

而且是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重

要时期
。

学校开展小组主题活动
,

导师一对一辅

导
,

帮助学生正确认识 自己
,

增强自信
,

确立 目标
,

拟定方案
,

提高综合能力
,

促使学生积极成长
。

通过开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和丰富多彩的实

践活动
,

有利于帮助学生明确个人优势
,

调动学生

的积极情绪
,

发展学生 的和谐人际关系
,

提高学生

积极应对问题的能力
,

培养大学生树立健康的幸福

观
,

促进大学生积极成长
,

达到大学生幸福教育实效

成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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